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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计算机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很多信息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推

动了土地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发展，一方面为土地资源的有效规划和发展带来了

技术支持，通过动态数据监测、大数据及互联网服务平台等，有效实现了对土

地的全面掌控，并为逐步制定土地资源管理发展路线图提供了科学指导。但是

在进行信息平台建设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同问题，由于整体的规划应用还处

于研究阶段，出现了信息倒置、数据不安全等一些问题，探索科学的土地资源

信息化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对此展开了系统研究，提出解决对策，推动

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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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土地资源规划与管理需要结合土地的基本特点、经济发展需求等相关因素

进行分析，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借助综合技术，使土地与经济都可以得

到良好发展。土地资源空间规划是城乡居民点有序发展的方法，是促进资源配

置市场价值的前提，是合法治理的基础，能够激发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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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事实上，在土地资源区域规划及信息化建设中，可以有效利用信息技术，

加强规划，推动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本文讨论了土地区域规划和管理信

息系统的开发实施。

2  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的作用及设计

2.1  土地资源信息化的作用

加强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充分借助信息手段对土地进行规划与管理，这

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联系，实施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主要作用如下。

首先，土地资源信息化可以有效提升对土地的利用质量和效率。土地管

理以信息化作为发展方向，是不断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水平的重要举措。其次，

它是实施开放式治理的重要辅助工具。目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土地管理方

式也开始向开放式转变，也要强化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化手段［1］。做到公开、

公正、透明，防止出现浑水摸鱼。最后，引入土地信息系统后，可以公布现

有的土地管理制度、法规等。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公众可以在网上随时查询

关于土地管理的相关政策，积极与管理部门沟通，这样，管理部门就可以全

面了解公众的需求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客观地解决问题，并根据人道主义原

则深入改善治理。

2.2  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的设计

当前我国积极推动土地资源信息化系统的发展，因此，在建立土地利用

管理信息系统的过程中，应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有益于土地利用管理

的研究［2］。

2.2.1  建设要求

首先，建立信息平台，严格按照土地规划管理进行编制；其次，优化管理

体制，从以往的内部管理逐渐向开放式管理迈进；最后，是要突出系统运行的

标准化和自动化等功能的优势。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和开发信息系统不能盲目推

进，要真正着眼于规划流程的信息化和管理水平，整合地区土地基本地形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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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管理系统［3］。

2.2.2  系统建设思路

在进行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立时，需要考虑全面性，联合省、市、县

三级数据，整体的综合管理系统如图 1 所示，构成分别是有关人员、软件、土

地数据库、技术标准和规范、计算机硬件和网络系统，以及其中组成下设的具

体内容。

土地规划管理
信息化

相关人员

软件

土地数据库

技术标准
与规范

硬件与网
络体系

A：规划管理人员
B：规划技术人员
C：系统开发人员

A：系统软件
B：业务管理系统
C：规划编制系统
D：成果核查软件
E：其他专项软件

A：基础数据库
B：规划数据库
C：专项数据库

A：规划编制规程
B：规划技术指引
C：数据库标准

A：输入输出设备
B：处理与存储设备
C：网络体系

图 1  土地规划管理信息化系统框架

Figure 1 Framework of l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2.3  系统总体框架

基于设计理念，土地管理信息系统框架如图 2 所示，数据服务主要为了支

撑系统运行，为其提供运行空间及具体数据，数据库层主要就是访问一些数据，

同时也可以对数据进行操作。在应用程序的客户端，分布着日常的业务构成及

问题处理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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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客户端

业务子系统 维护子系统 数据库配置子系统

搜索库引擎

ArcSDE 空间数据库引擎 ADO

Oracle9i

空间数据 非空间数据

数据服务层

图 2  系统总体框架图

Figure 2 System overall frame diagram

3  当前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信息资源缺开放性，共享能力弱

在进行信息平台建设中，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合作，这就导致很多资源被重

复建设，因为沟通不畅，也造成了很大的成本投入。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主

要在于，各个部门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展开土地资源管理平台建设最初主要以

业务需求为主，所以各部门没有共同的规范设计标准，设计过程不协调，没有

整体协调的概念。系统分散，管理不独立，加剧了信息孤岛现象。这种情况使

得土壤资源信息难以达到预期的交流，增加了多头数据采集、管理和统计的相

关工作量。现阶段，土地管理中融入了信息技术，加大了土地综合整治、土地

清理审批、现代监控系统等信息系统的使用。但从实际应用情况看，这些信息

系统的管理目标普遍以业务为导向，没有形成综合管理理念，导致系统应用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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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资源数据真实性不足

土地资源的规划需要依靠真实的数据，因此在信息平台建设中，要求必须

保证数据收集、处理及检索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支持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信息

系统管理功能［5］。现阶段，政府部门对土地相关活动的管理具有公信力。但是

新阶段，每当地质灾害发生，土地数据发生变化，没有去及时更新，导致信息

化水平较低。在《国土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虽然相关数据库

开发日趋完善，数据使用效果日趋明显，但行政部门在信息交流平台的更新和

升级方面却显得滞后。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于当前的行政层面，例如统计偏差、

使用项目更新和汇总资源的数据不一致。

3.3  数据安全性难以有效保障

综合信息架构的推广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要将土地信息进行整理，纳入到

管理系统中，再借助自动化管理平台对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再去汇总，但是在

这个环节存在许多差异。信息安全对于确保信息生产的效率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对于确保领土资源的有效开发、减少资源使用的风险、平衡经济和社会效益至

关重要。但是数据的安全性却很难得到保证，在进行信息平台基础建设中，会

面临服务设备出现故障、存储失灵、安全保护程序不佳等，这些问题距离信息

安全标准相差甚远。

4  提升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的策略

4.1  构建开放性、共享性的信息系统

各地区在进行土地资源信息平台建设时，需要立足于社会建设的发展需

要，整合现阶段的信息建设目标，对各项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加强信息资源

的科学配置，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信息的开放性、共享性，要积极

加强各部门的联动，建立起开放性的信息系统，保证每个部门都能在系统中

找到所需数据，数据之间可以得到流通、共享，加快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速

度［6］。在进行信息系统构建中，各地区可以加强交流与学习，对于一些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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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经验进行吸收借鉴，融入到自身的信息平台建设中去，使土地资源管

理系统更加完善。

4.2  加强核心数据资源手机，提高数据准确性

行政部门应大力推动部门间的合作，坚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信息创建

和数据管理。在实践中，完善监管体系，将数据等级、管理评价等流程进行

规范，保证数据价值的充分开发，实现共同的标准化处理，坚持坐标系空间

和参考系数据格式的组织标准，建立全面的国土资源综合管理体系，确保真

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出发，保证服务平台功能的

合理调整，积极借助大数据技术展开相对的数据收集，扩大中心数据库，提

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同时，公司管理层应建立预防、控制和风险管理相结

合的动态监测和控制体系，以主动应对信息技术改革发展的风险。

4.3  完善智能化、安全化信息服务平台

智能平台服务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流程机制，积极整合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完善土地信息开发体系，提供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的信息服务。

在土地资源管理体系中，利用大数据来确定土地使用价值，评估项目开发的可

行性和影响，比较资源管理方案。在平台建设中，应根据现有的挑战和国土资

源信息的业务管理，设计目标功能，创建一个能够满足多个利益相关方需求的

服务框架，必须要不断更新服务功能，同时建立完善的管理技术，使土地资源

管理数据趋于安全，定期进行安全风险检测，及时了解哪些因素造成信息安全

问题出现，并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解决，构建一个全新的风险预警体系，为土

地资源的安全保驾护航。

5  结论

想要科学合理地对土地资源进行配置及利用，最主要就是前期做好规划和

设计。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建设的需求，这对土地规划与管理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为了加强土地规划管理效率，必须要提升土地资源信息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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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质量与速度，使其有效为资源配置与管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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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Analysi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Zhou Xiaofeng

Jingm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Bureau Inspection Office, Jingmen

Abstract: China’s computer development level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resourc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n the 

one hand for the effectiv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resources brought 

technical support, through dynamic data monitoring, big data and Internet 

service platform,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overall control of land. It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roadmap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However, it is inevitable to encounter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Since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application is 

still in the research stag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formation inversion and 

data insecurity have appeared.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land resources.

Key words: L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